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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应对气变行动计划
研发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2023 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适应气候变化

的 2025 年前第二阶段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提

出，要改进和完善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保护机

制，创建和引入研究气候变化的新技术方案，编

制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相关经济部门适应气候变

化的最佳方案清单，每年检测和评估现有应对措

施的有效性等。该计划执行期限至 2025 年，按

联邦、部门和联邦主体不同层级划分为 17 项措

施，并在组织、法律、科研和信息保障等方面提供

必要的保障措施。俄政府在 2019 年批准了适应

气候变化的 2022 年前第一阶段国家行动计划，

在其框架内开始形成相关国家体系，明确规定了

俄罗斯在该阶段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具体工

作和目标。适应气候变化的 2028 年前第三阶段

国家行动计划将在 2025年底前制定。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研发出了更环保的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可替代酸性、碱性和锂电

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具有陶瓷金属材料制

成的阳极和多孔氧化物制成的阴极。为了简化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生产，研究人员设计了对

称电池，电池中的两个电极成分相同。而用于生

产对称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是基于铁、钡和镧

的新铁氧体化合物，这类物质在空气中表现出高

电导率和低极化电阻。

持续关注全球变暖和污染
开发新型节能与减排设施

2023 年，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引

发英国科学家强烈关注，他们对此开展了多项研

究并取得不少成果。

在全球变暖方面，英国气象局表示，2023 年

到 2027 年中至少某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有 66%

的可能性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2024年可

能是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时代高出

1.5℃以上的第一年；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也表

明，如果不迅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到 2030年有

50%的可能性全球气温上升 1.5℃。

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也引发了科

学家的警惕。英国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迪指

出，人们对室内空气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所知

甚少，需要全球行动应对这一被忽视的问题。英

国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表示，由于光污染加

剧，20 年后，人类可能无法看到夜晚的星空。50

位顶尖科学家发出警告，过去 10年，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导致全球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变暖。

全球生态环境的变化对生物产生了显著影

响。英国南极调查局研究人员表示，2022 年全

球变暖导致海冰融化，使帝企鹅雏鸟在南极洲西

部多个繁殖地大量死亡。该机构科学家首次在

该地区发现了 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担心

这可能给南极地区的海豹、鲸鱼、企鹅等带来毁

灭性影响，甚至导致某些物种灭绝；布里斯托大

学研究团队的模型显示，在约 2.5 亿年后下一个

超大陆形成时，炎热气候将会超出哺乳动物生理

极限。

为解决环境问题，科学家各出奇招研制出各

种节能减排设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

种太阳能技术，可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液体燃

料，并能直接作为临时燃料驱动汽车发动机；该

校研究人员研发的一种太阳能反应堆，可将捕获

的二氧化碳和塑料废物转化为可持续燃料和其

他有价值的化学产品；该校科学家还开发了一种

漂浮的太阳能装置，可在世界任何地方将受污染

的水转化为清洁的氢燃料和纯净水；谢菲尔德大

学研究人员发现，真菌每年储存了超过 1/3的化

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牛津大学化学家团队首次

在不使用危险气体的情况下生产出氟化物。

环保材料减少能源使用
研发“凭空”取电取水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材料和能源

一直是研究“热宠”。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

发明了一种新型涂料，可使房屋和其他建筑在

夏天保持凉爽，冬天保持温暖，从而显著减少

能源使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加州大学圣迭

戈分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3D 打印的新型生

物工程材料，以一种可持续且环保的方式来清

除水中的污染物；在机器学习的指导下，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创纪录的

炭基超级电容材料，其储存的能量是当前最佳

商业材料的 4 倍，用这种新材料制造的超级电

容器可储存更多的能量，从而改善再生制动系

统、电力电子设备和辅助电源。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研究表明，几乎

任何材料均可变成一种从湿润空气中不断收集

电力的设备，这为清洁电力的获取打开一扇宽阔

的大门。此外，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人

员在从稀薄空气中获得可饮用水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他们开发出一种分子工程水凝胶，能仅利

用阳光就从大气中提取出清洁的水。

低碳技术专利跻身前沿阵营
能源转型风“刮”向各个领域

2023 年，法国在低碳技术专利方面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3 所法国研究机构跻身全球前 10

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法国原子能和替代

能源委员会全球排名第一，IFP 新能源研究所排

在第四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排在第七位。

法国在氢气开发方面尤其表现良好，在二氧化碳

的捕获和储存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在气候观测和预测、新能源开发、扶持

清洁交通和农业等方面也不断加大投入。2023

年 1月，图卢兹空间地球物理学和海洋学研究实

验室领衔的国际团队揭示了比之前预测的更大

的冰川质量损失，证实全球温度升高与冰川质量

损失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研究评估，至本世纪

末，地球全冰川（格陵兰和南极冰盖除外）的质量

与 2015 年相比可能减少 26%—41%，相较此前的

预测增加了 14%—23%。8 月，法国国家科研中

心科学家预测阿尔卑斯山有可能出现严重山体

滑坡，法国正在检测阿尔卑斯山的 947个永久冻

土带，相关研究正在风险较大的数个地点进行。

法国生态部出台了具体行动计划以监测和应对

山谷地区可能的自然灾害。

新能源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 2023 年 11 月

宣布，法国将在 2025 年进行海上风电场项目招

标 ，预 计 2030—2035 年 完 工 ，总 功 率 预 计 达

1000 万千瓦，可满足 1000 万家庭用电需求。当

前，法国已安装和建设中的海上风电场总功率

约 800 万千瓦，法国计划 2035 年将总功率提升

至 1800 万千瓦，2050 年进一步提升至 4500 万千

瓦，这将使海上风能成为法国仅次于核能的第

二大发电来源。法国能源部同期宣布通过了

54 个陆上风电场项目申请，项目总功率为 931

兆瓦。

农业方面，法国 2023 年 9 月宣布，在“法国

2030”投资计划项下拨款 2100 万欧元，启动“农

业机器人”项目，加速农业生态转型。项目将

由法国国家科研署管理，法国国际农业和食品

环境研究院支持，农业机器人协会牵头执行，

重点是消除农业机器人部署的技术和监管障

碍。法国力争实现 3 大目标：开展新的生态农

业实践、助力技术成熟发展，以及提高农民对

新技术的接受度。

坚定弃核并押注可再生能源
开展多项氢能国际合作项目

2023 年，德国正式结束核电时代，最后 3 座

核电站于 4月 15日停止发电，但后续的核废料处

理仍将持续数十年。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全力以

赴发展可再生能源，举行了首届风能和光伏峰

会，发布了德国风能和光伏战略。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实现 80%的全国消费电量由可再生能源

供应，到 2035年实现供电系统的碳中和。

在能源方面，德国全力推动绿氢作为未来

能源载体。为加速氢能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

了更新版《国家氢能战略》，促进科学向工业的

转化，使氢能够更容易地整合到现有能源系统

中。氢也使德国从世界上其他阳光充足和多

风的地区引入绿色能源成为可能。德国已开

展多项氢能国际合作项目，计划在未来几年投

资 50 多亿欧元，用于国际氢能采购，首次招标

已经开始。德国重点加强了与挪威、比利时、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巴西、智利、阿根

廷，以及多个非洲国家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和绿

氢生产领域的合作。

生物环境方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陆地微

生物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温暖环境和光驱动

的反应或许能在无须高压和高温的情况下，在全

球含水环境中产生甲烷。这些反应可能影响了

生命出现前的大气化学演化。

水资源等方面，德国发布《国家水战略》，以

应对气候变化、人口发展、土地利用改变、技术革

新和消费行为改变等因素对德国水经济形成的

新挑战。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科学家报告称，通

过更均衡地分配使用全球氮肥，其总体用量或能

降低 32%，同时维持现有谷物生产水平。德国研

究人员还发现，气候变暖给欧洲大豆种植带来机

遇。从长远看，欧洲越来越多的土地适应大豆种

植，这种影响将超过由于炎热干旱造成的产量损

失，特别是南欧。

德国标准化学会、电子电气信息技术委员会

和工程师协会共同发布“循环经济标准化路线

图”。该文件描述了行业面临的循环经济方面的

挑战，给出了应对挑战所需的规范和标准。路线

图围绕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确定了 7 个主题

内容：数字化商业模式和管理、电器工程和通信

技术、电池、包装、塑料、纺织品、建筑和乡镇，包

含了超过 200多项标准需求。

量子钻石延长电动汽车续航
“空中汽车”载人首飞成功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科学家研发出钻石量子

传感器，可将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增加约 10%。

该技术可精确测量储存的电量，从而最大限度地

提高车载电池的性能，他们的目标是最早在

2030年将这项技术投入实际应用。

名古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用于燃料

电池的新型超高密度磺酸聚合物电解质膜。聚

合物电解质膜是环保型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

的关键部件之一。

日本和美国科学家合作，在实验室生长出

一种自然形成的常见矿物“白云石”，有望为半

导体、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带来性能更优异的

材料。

日本国家聚变科学研究所和美国 TAE 技

术公司携手，首次在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中实

现了氢—硼聚变实验。研究团队表示，尽管最

新实验没有产生净能量增益，但它证明了无中

子核聚变的可行性，使制造更清洁的聚变反应

堆成为可能。

“空中汽车”被人们广泛视为下一代交通工

具。日本西南部大分市进行了首次“空中汽车”

户外载人试飞，让这一新型交通工具离现实又近

了一步。

稳步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
拟建设首个绿氢生产设施

2023 年，韩国总统直属 2050 碳中和绿色增

长委员会于 4 月审议表决了第一个韩国国家碳

中和绿色增长基本计划方案。该方案根据 2023

年 3月施行的《碳中和基本法》制定，维持了韩国

前一届政府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即到

2030年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8年的水平

上减少 40%。工业部门的减排目标原为 2030 年

排放量较 2018年减少 14.5%，但基本计划方案将

该比重缩至 11.4%。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等 8个

机构和 SK E&S、三星工程、GS 加德士等 5 家企

业共同参与“碳捕集产业技术创新推进方案”，计

划到 2030 年开发创新技术将碳捕集成本降低

30%，在韩国东部和西部海域分别增设可捕集

120 万吨和 100 万吨碳的设备，在韩国国内建立

可储存 10吨二氧化碳的储藏罐。

11 月，韩国 2050 碳中和绿色增长委员会公

布韩国“2030 年甲烷减排路线图”，为减排甲烷

制定具体措施。根据这次的路线图，畜产领域将

推广普及低甲烷排放饲料，将粪污净化处理比率

从目前 13%提高至 2030年的 25%以上；农业领域

将推广系统管理水稻田水分的方法，以有效控制

甲烷菌的产生。此外，韩国政府还将加大对逃逸

性排放的监测力度。

在氢能领域，太阳能制氢技术的关键是光电

极，光电极的性能决定了制氢系统的效率。目前

光电极尺寸小，要达到规模性制氢生产则需要增

大数十甚至百倍。蔚山科学技术院研究团队利

用全自动喷墨打印技术，创新“大规模光电极制

造技术”，解决了大规模光制氢的重要难题，可广

泛应用于太阳能制氢。其核心技术是利用大型

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喷墨打印技术来放大光电极，

与传统真空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经济、精确打

印复杂多层机构的优点，可长时间保持高性能，

提高效率。目前，研究团队已利用该技术制造出

大型模块式氧化铁光触媒电极。

11 月，韩国三星物产表示将在韩国庆尚北

道金泉市建厂，通过离网（不从外界接收电力、燃

气直接生产能源）太阳能发电利用新再生能源，

生产清洁能源绿氢。这将是韩国首个绿氢生产

设施，预计于 2025年 1月投产并与金泉太阳能发

电站连接。新再生能源日产 0.6 吨绿氢，保障附

近的氢能汽车加氢站等所需。该项目积累的技

术和数据对于推进国内外大规模绿氢项目建设

都具有借鉴意义。

举行泛大西洋研究创新论坛
促进区域环保及可持续发展

2023 年 11 月，南非在开普敦举行 2023 年泛

大西洋研究创新联盟论坛，挪威和英国两个新成

员加入该联盟。论坛致力于加强基于解决方案

和环境影响为重点的海洋科学，强调该联盟将研

究重点放在两个领域，一是增加对大西洋与气候

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协调对

大西洋的观测，提高建模能力，加强对海洋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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